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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后 又采取了一 系列振兴经济措施
,

如启用资深

政治家
、

经济学 家胡斯组成专家型 内阁
。

胡斯 政

府根据拉胡德总统制定的经济调整政策
,

制定了

以紧缩财政
、

控制债务
、

整伤腐败
、

改革 行政为 核

心的新 经济政策并取 得初 步成果
。

哈 里里 接任

总理后
,

继续进行经 济调整
,

人民 日益安居乐业
。

突尼斯在发展 教育和提高妇女地位方面做

的比较 突 出
。

突 宪盟 首先注意 在文 化方面 反对

愚 昧
、

落后思想
,

倡导先进文化
,

使宪盟成为抵御

伊斯兰 原教 旨主义 思潮 的 中坚
。

突实行免费义

务教育
,

人学率高达 99
.

1%
,

这 个比例甚 至超 过

一些发达 国家
。

布尔吉 巴总统执政 时就倡导 妇

女解放
,

迄今 妇女在政治
、

经济
、

教 育
、

家庭 等方

面一直发 挥着重要作用
,

高等学校 中女生 的 比例

占到 5 0
.

4 % ! 极端分子鼓吹 的所谓妇女应该 留

在家里
、

妇女没有智力等谬论不攻 自破
。

在 突尼

斯街头穿着时髦
、

思想新潮 的女性司空见惯
。

中东三 国在淡化宗教矛盾
、

打击极端势 力方

面取得 了可喜成绩
,

国家经济发展
,

社会 生 活宽

松
,

政局安 定
,

但三 国在打击宗教极端 势 力方 面

依然任重道远
:
黎长期以来形成的教派政治格 局

根深蒂固 ; 埃经济改革面 临不少困难
,

社会两 极

分化
、

腐败问题和失业 问题严重
,

宗教极端势力

今后仍将可 能制造事端 ; 突地 区发展不平衡
,

社

会贫富差距较大
,

失业率较高
,

反对党也对国 家

发展有不 同意 见
,

原教 旨主义威胁一 时也将难以

根除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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埃及的补贴和分类

前苏联模式经济的两个特征是 重 工业优先

发展的战略和资本稀缺的农业经济
,

具体又有以

下 的一些表现
:
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

、

低利率政

策
、

汇率高估政策
、

投人 品低价格政策
、

低工资政

策和生 活必 需 品低价格政策
。

1952 年埃及革命

取得胜利
,

纳赛尔政权仿照前苏联经济模式进行

一 系列 的社会经济改革
,

开始 以象征性价格或是

免费向人 民提供多种商品和 服务
。

1960 年政府

只对小麦
、

煤油和糖提供补贴拨款
,

款额共计 900

万埃镑
,

后来补 贴 范 围扩 大
,

到 了 19 7 3 年因为粮

价上涨增加到 1
.

08 亿埃镑
,

1974 年又增加到4
.

19

亿埃镑
,

以后 逐年提高
,

19 75 年直接补贴为 6
.

22

亿埃镑
,

1982 年达到 20 亿埃镑
。

根据表一
,

1 984

到 19 9 0 年政府补贴 占支 出 的百 分 比最高达 到

1 3
.

8 % ( 19 85 / 8 6 )
,

最低也 有 7
.

1% ( 19 8 8 /8 9 )
。

可

以说
,

补贴是埃及上 至政府下至百姓所共同关心

的敏感问题
。

表一
:
埃及的工资

、

补贴和投资支出
C ou nt ry p ro fil e 19 9 0 /l 9 9 l( 单位

: 亿埃镑 )

111119 84 / 8555 19 8 5 /8 666 19 8 6 / 8 777 1 9 8 7 / 8 888 19 8 8 / 8999 19 8 9 / 9 000

工工资资 3 1
.

5 999 3 4
.

4 666 3 6
.

9 111 4 5
.

777 5 5
.

1555 6 2
.

555

补补贴贴 2 0
.

0 777 2 9
.

0 999 16
.

5 222 3 1
.

9 555 1 8
.

1333 2 0
.

6 111

投投资资 6 5
.

4444 8 2
.

6 111 90
.

2 444 13 5
.

2 222 7 8
.

777 6 3
.

555

支支 出出 18 4
.

7 777 2 10
.

2 555 2 2 2
.

3 777 2 9 3
.

3 333 2 5 7
.

1444 肠 2
.

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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埃及的补贴可 以分为三 类
,

直接 补贴
、

间接

补贴 (隐性补贴 )和转移补贴
。

1
.

直接补贴又称作预算补贴
,

国家预算承担

大饼 (小麦和面粉 )
、

谷类
、

豆类
、

油
、

肉
、

冻鸡
、

糖
、

茶
、

木 材等 的补贴
。

补贴增加 的 幅度很 大
,

从

1% 0 年的 900 万埃镑增加到了 19 82 年的 20 亿埃

镑(汇率调整也是补贴增多 的原 因之一 )
,

其中对

小麦 和 面 粉的 补贴额度 占到直接 补贴总 数 的

40 % 左右
。

2
.

间接补贴 (隐性补贴 )是指某些可出

口 的产 品 (如原棉
、

石油等 )以低于世界市场的价

格销售给国内其他单位 ; 国家对国营工厂低于成

本销售产品亏损的补偿 ; 用于进 口大部分商品 的

外汇汇率与本国货币实际价格之间的差价 ; 国家

预算和国营部门所承担的过剩 劳力费用 ;减免食

品
、

成衣等商品的关税 ;免费 的大中小学教育
、

医

疗卫生和低价 提供服务的水
、

电
、

市内运输和 电

话
。

转移补贴是 指社会的某一部门为另一部门

或整个社会所承担 的费用
,

包括政府以低于 自由

市场价的 固定价格 收购 的农产品与这 些产 品的

出口 差价 ;住宅和农用土地的微薄租金收人
。

补贴的增加与负面影响

埃及财政赤字多年来十分庞大
,

占到埃及 国

民收人 巧 % 至 25 %
,

主要原因就在于各种补贴太

多
。

以直接补贴为例
,

起初政府规定补贴的商品

只有茶叶
、

油和糖 (50 年代 )
,

后来扩展到小麦
、

面

粉
、

冻肉
、

鸡和冻鱼
、

稻米
、

谷类等
,

国家受前苏联

经济模式的影 响
,

用这种 增加补贴 的方式代替工

资和薪金
。

食品补贴是政府预算直接补贴的最大部分
,

包括小麦
、

面粉
、

玉米
、

食用油
、

冻肉和糖等
。

小

麦和 面 粉 的补贴额 度就 占到直 接补贴 总数 的

40 % 左右
。

而且随着国际市场价格的上涨
,

政府

每年需拨大量专款用 于承担差价
,

以保证低 收人

者的基本生活需 要
。

19 8 5 一 19 91 年
,

美 元对埃镑

的比价由一美元 比 0
.

7 埃镑升到一 美元 比 3
.

33

埃镑
,

埃镑的贬值
,

使得进 口粮食等商品 的价格

上涨很快
,

加重 了财政负担
。

埃及在古代有
“

拜 占庭粮仓
”

的美名
。

二战

前
,

埃及曾是粮食输 出国
,

但是这种 粮食 自给的

状况仅仅持续到上世纪六 十年代初
,

此后开始进

一 2 8 一

口 少量的粮食
,

主要是小麦
。

埃及的可耕地仅 占

全国总面积的 3 %
,

而近年每年人 口净增高达 巧0

万
。

人 口增长率超过了农产品的增长率
,

本 国生

产的农产 品满足 不 了 国内需求
。

为了解决吃饭

问题
,

埃及每年都要靠大量 进 口才能填补 巨大的

粮食缺 口
。

它 目前 的小麦进 口 量仍 占国 内小麦

消费量 的 45 % 左右
,

也就是说
,

在埃及每年消耗

的 1 10 0 多万吨小麦中
,

有 5 00 多万吨小麦是用外

汇换来的
。

补贴不仅增 加 了国家负担
,

还形成了不 良的

消费习惯
。

以大饼为例
,

它是用 小麦粉和玉米粉

混合制作的
,

每个约 重 80 克
,

由于政府补贴了约

7 0 % 的成本
,

使得它售价极 为低廉 (19 87 年 7 月
,

大饼由两 个皮亚斯特提价到五个皮亚斯特
—约合人民币 0

.

125 元
,

这是自 1982 年以来的首 次

提价 )
。

由于大饼的价 格远远低于 饲料价格
,

竟

有不少农 民买大饼作饲料
,

不合理 的价格 造成 了

大饼的恶性消费
。

补贴也引起 了双轨价格 和黑

市交易
,

如肉类罐头
、

药品
、

肥皂和部分石油 产 品

甚至被倒卖到苏丹
,

倒卖商阻碍了低收人者从补

贴中获益
。

补贴的最初 目的是给低收人者提供基本商

品
,

保障他们的生 活需 求
,

但 随着埃及社会结 构

几十年来的变化
,

贫富差距的拉大
,

加之国家难

以区分应该享受 补贴的人群
,

基本保持不变 的补

贴政策导致了非低收人 阶层对补贴商品 的过度

消费
。

例如 国家仍对燃料油
、

汽 油等进行补贴
,

这实际上补贴 了富裕的有车族
,

而穷人从这项补

贴中得不到什么 好处
。

而且补贴还存 在着城乡

的不公平
。

城市居 民过去和 现在一直享受着 有

补贴的商品
,

而农村居 民的情况则 与 此相 反
,

很

少从政府补 贴计划中受益
。

这也是造成埃及农

民移居 城市
、

城市化 问题 日益严重 的一个重要 原

因
。

改革的艰辛和成就

补贴实行了几十年
,

关系到埃及人民 的切身

利益
,

只能逐步地取消其中不合理的部分
。

从调

整商品价格来看
,

在 70 年代和 80 年代
,

政府就作

过减少 补贴的尝试
。

如 1976 年
,

政府下令不再对

面粉
、

谷物
、

芝麻
、

肉和 咖啡进行补贴
,

但是 引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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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次年一月的人民闹事
,

于是只得恢复了这些补

贴
。

19 8 6 年六 月
,

阿 里
·

鲁特菲 总 理建议减免

巧 % 的直接补贴
,

而且应该 限制补贴的范 围
,

只

有年收人少于 300 0 埃镑的人才有资格享受补贴
。

当时就 有三个主要反对 党不 赞成
,

同年 11 月
,

他

被迫辞 职
。

继任的总理 西德 基屈 从于 IMF 的压

力
,

19 87 年 5 月 1 日
,

国 内能源 价格 上 调 6 % -

8
.

5 %
,

五月 中又批 准了经济改革方案
。

1 9 89 年 4

月
,

埃及石油产品
、

电力提价 30 %
,

19 89 年 6 月烟

税提高 20 % 一
25 %

,

印花税也翻了一 番
。

埃及政府从 199 1 年开始推行经济改革
,

逐步

减少和取消 了各种物价补贴
,

现在保留了对大饼

(最普通的两种大饼
s
ha 而 和 bal ad y)

、

白糖和食油

(按月按配给量对消费者进行补贴 )3 种食品的补

贴
,

以及对 自来水
、

电
、

成品油 的补贴
,

以保障低

收人者的生活
,

维持社会稳定
。

19 9 6 /97 年
,

大饼
、

面粉补贴只 占 G D P 的 l %
。

19 91 年 4 月
,

成品油
、

天然气和 电力的价格进行了 幅度为 14 % 一
66 %

的调整
,

对大部分的货物与服 务征 收 5 % 一
so %

的销售税
。

由于逐步推进这些 以财政调整 为 中

心的调整 措施
,

埃及不仅减少 了财政赤字
,

也没

有 引起过高的通货膨胀率
,

19 90 29 1 一 19 9 5 / 9 6 年

的贫困率特别稳定
,

低 收人者所受的短期负面影

响不大
。

从社会保障方面 看
,

19 91 年
,

埃及建立 了社

会发展基金
,

主要的服务对象是妇女儿童
、

新毕

业的大学生
、

待业青年
、

农 民
、

小产业 主 等
,

它通

过采取资助公共工程提供临时就业
、

实施开发社

区的生产性项 目 (能 提供就业 的和小型 的工业 )

和社会服务性项 目(主要是 医疗和教育 )
、

通过银

行提供贷款发展 能提供就业的小企业
、

对国营部

门重组企业 的工人提供就业和 培训等措施以抵

消减少消费补贴所产生 的短期影响和减轻贫困
。

从私有化实施看
,

1 990 年 4 月
,

埃及政府决

定将当时 2 400 家省级企业中的 10 88 家转让给个

人或外资经营
。

根据 19 91 年的第 2 03 号 法
,

大多

数国营企业要同政府有关的部脱钩并 纳人 27 家

新成立的控股公司 中
。

从 19 9 2 /93 年度起
,

不再

把向它们提供补贴
。

19 9 6 年
,

私有化趋势加强
,

1995 /9 6 年私营企业在各部门中所占的比例分别

为
:
社会服务业 100 %

。

农业与灌溉 98
.

7 %
,

住房

9 4
.

4 %
,

饭店与旅馆业 85
.

2 %
,

商业金融 与保险

业 81
.

5 %
,

建筑业 72
.

1%
,

工矿业 62
.

2 %
,

运输
、

通讯与储存业 33
.

4 %
,

石油业 16
.

1 %
。

从汇率来看
,

19 91 年 10 月 实行 了统一市 场

汇率
,

外汇可 自由汇 出
。

埃镑对主要外币汇率在

过去几年中一直比较稳定 (见 下表 )
。

稳定的 汇

率也是埃及 通货膨胀率下降的原因之一
。

国 际

货币基金 组织 和世界银行曾在与埃及进行 的经

济谈判中要求埃及将埃镑贬值 30 %
,

这一要求遭

到埃方明确反对
。

埃及方面认为
,

埃磅贬值将诱

发 国内物价上涨
,

财政赤字增加
。

汇率的调整与

稳定
,

使来 自苏伊士运河的收人与石油收人都有

所增加
。

表二
:美元与埃镑比价表

货货币兑换 日期期 1 美元兑换埃镑镑

888 5
.

12
.

3 111 0
.

777

8887
.

6
.

1000 2
.

18 7 777

888 8
.

12
.

111 2
.

3 3 2 999

999 0
.

1
.

3 111 2
.

5 777

999 1
.

1
.

111 3
.

3 333

999 1
.

3
.

444 3
.

2 333

999 1
.

12
.

3 111 3
.

3 333

999 2
.

1
.

111 3
.

3 3 0 333

999 3
.

12
.

3 111 3
.

3 777

999 4
.

1
.

111 3
.

444

999 5
.

6
.

2 222 3
.

3以555

999 5
.

12
.

111 3
.

39 666

999 6
.

12
.

2 444 3
,

3 9 9 555

999 7
.

4
.

1888 3
.

3 9 333

从长期的战略来看
,

加快农业生产和工业生

产是两个不可 回避的重任
。

扩大耕地面积
,

利用

现有耕地
,

用科学技术带动新农业 ;调整工业发

展战略
,

扩大企业 自主权
,

按照经济法则确定 国

营企业产品的价格
、

使补贴仅局限于商品的销售

阶段
。

无论是农业还是工业
,

都要突破进 口替代

战略
,

以缩小缺 口
、

减少进 口
。


